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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内容简介：2008年，全国各地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家各
项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不利影响，积极扩大内需，加快经济
结构调整，保持区域经济平稳增长。全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11.1％、12.2％、12.5％和13.4％，比上年分别回落3.1个、2个、2个和0.7个百分点。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
。全国各地区经济外向度。和产业结构不同，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外向度
在90％以上，受外需萎缩影响较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
剧烈波动的影响较大。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各地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东部地区在加快传统产业调整振兴的同时，加
快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装备、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中部、西部和东
北地区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稳定粮食生产，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大力支持现代装备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积极有序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上看，各地区注意发挥各
自比较优势，将区域振兴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循环经济和绿色生
态等工作，区域发展更为协调和均衡。此外，产业群集聚拉动效应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
进程明显加快。
2008年，各地区金融业稳健运行。居民储蓄存款显著增长，企业存款增速有所放缓，存款定期化态势
较为明显。人民币贷款稳定增长，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贷款投向基本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和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票据融资大幅增加，有效地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支持。社会融资总
量继续增长，特别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债券融资增长迅速。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区域经济金
融协调发展。
2009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在加
深，虽然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基础尚不稳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各地区要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东部地区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出口，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加快产业升级和体制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增强更高水平
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加快发展，以消除“瓶颈”制约为重点，加大基础设
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力度。可以预计，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辐射作用的日
益增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成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的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
的提速等，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将更趋协调、互补和可持续，区域经济发展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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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9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
，外部需求持续萎缩，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
大，财政收入下降，就业压力很大。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并未改变，工
业化、城镇化以及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正在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处在加
速发展时期，微观经济主体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中央根据形势需要，陆续出台多项扩
大内需政策措施，以提振微观经济主体信心、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综合来看，虽然当前形势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因素，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各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转变
发展方式，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　
　2009年，各地区金融机构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有关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紧紧围绕“保增
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促和谐”，在切实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保证货币信贷总量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提高贷款落实到位率。同时，继续优化信贷结构，突出信贷重
点，严控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在保证
符合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贷款及时落实到位的同时，加强对“三农”、中小企业、就业、灾
后重建、扩大消费、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等领域的信贷服务。　　东部地区既要做好以地区特征和产
业布局为基础的产业升级，又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以稳定出口。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受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应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体制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参
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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